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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要 ] 从企业家本身的认知风格、认知模式入手旨在将焦点落在企业家内在的心智过程。试图揭示这一特
殊群体是如何从创业者逐渐演化而成的。研究从三个关键环节给出分析 : ①创业行动 :为什么成为创业者 ?
②创业决策 :为什么意识到商机 ? ③创业结果 :为什么创业取得成功 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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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家成长问题一直以来深受学界关注 ,该命题的复杂性和动态性使得研究者有必要从不同视角得出
合理的诠释。从企业家本身的认知风格、认知模式入手的研究尚不多见 ,这种基于认知观 (cognitive perspec2
tive)的研究旨在将焦点落在企业家内在的心智过程 ,试图揭示该类群体是如何从创业者逐渐演化而成的。
这其中有三个重要阶段 : ①创业行动 ———为什么成为创业者 ? ②创业决策 ———为什么意识到商机 ? ③创业
结果 ———为什么创业取得成功 ? 正如 Shane 在《创业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未来展望》中指出 [1 ] :“企业家成长
是一个过程化概念 ,创业者的行动理由和行动方式是亟待研究的命题。洞察创业者的认知方式也就揭开了
成长奥秘。”

1 　创业行动阶段 :为什么成为创业者
卡纳曼 ( Kahneman)等人通过大量实验研究提出了展望理论 (prospect theory) 。其基本观点认为损失的

主观感受曲线要明显陡于收益的主观感受曲线。换言之 ,人们思考和决策通常更关注损失的负效应。比如
损失 1000 元要比收益 1000 元影响更大。这种正负不对等的知觉必然导致[2 ] :“面对收益 ,倾向于保守和稳
健 ;面对损失 ,倾向于冒险和激进。”依据上述原理 ,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人会放弃固有工作选择自我创业。
现在以两个选项 ———继续打工和毅然创业为例 :前者的收益是稳定的工资 ,损失是工作倦态、濒临下岗 ;后者
的收益是高额回报 ,损失是全军覆没。借鉴展望理论 ,可以推断但凡选择创业的个体应该是以“损失”模式来
决策的。即关注错失某次机会将“损失”的经济利润 ,而另一头必然也是损失项 ,比如工作倦怠、濒临下岗等。
俗话说 :“与其坐以待毙 ,不如殊死一搏”。面临相同情景 ,创业者倾向于努力地改变“正在损失的”现状 ,而一
般人倾向于保持“正在收益的”现状。从这层意义上看 ,企业家初次创业是抱着“打破现状”心态的。

展望理论的另外一个发现是人们“高估极小概率 ,而低估中高概率”,即小数定律。购买彩票是一个例
证。在购买者认知图式中 ,丰厚回报所产生的诱惑急剧膨胀 ,从而夸大了几乎不可能的事件。事实上 ,创业
者也存在这种情形。Shepperd 认定创业者是“自信族”,对创业成功报有极大希望 ,甚至忽视了潜在的危机 ,
这种效应在初创业者身上尤为明显。笔者在对江浙地区的民营上市公司调研时 ,企业家很肯定地指出初创
业阶段风险和危机远远超过机遇和利润 ,如果没有必胜信念 ,必然夭折。由此推断 ,企业家早期认知风格确
实有小数定律的迹象。

2 　创业决策阶段 :为什么意识到商机
所谓创业决策 ,是指创业者如何发掘一个不为他人觉察的商机。事实上 ,决策阶段和行动阶段是嵌套在

一起的 ,前者是内容 ,后者是载体。之所以将之独立 ,是因为其重要性和特殊性使然。机会作为一个经济学
术语 ,一直被视为潜在的利润源头 ,具有相对成本和风险。但从创业者的认知角度看 ,机会却是另一种表征。

把机会视为客体 ,首先一个问题就是机会识别 (opportunity recognition) 。有人指出机会之间是独立的 ,
没有相似点。这是站不住脚的。Larsen 提出“特征分析模型”(feature analysis models) ,主张客观物体或者事
件都是根据其特征进行识别的。这些特征储存在长期记忆中 ,当面对新刺激时 ,便与记忆特征进行对比 ,只
有匹配才被认为是目标。原型模型 (prototype model) 在此基础上认为 ,特征构建是基于经验积累的 ,并且由
多种类别的物体组成。据此原理 ,机会识别与否取决于这种原型与现实中产品和市场是否匹配 ,匹配程度越
高 ,就越有可能诱发创业者对此类产品和市场的信心。通过大规模的访谈研究 ,笔者发现创业者在评价一个
机会时至少有四个维度 : ①匹配性 (确定新刺激是否符合既定的心理模型) ; ②可行性 (辨别机会是否具有足
够的操作性) ; ③新颖性 (尚未被竞争对手采纳 ,潜在市场巨大) ; ④独特性 (机会内在具有可挖掘的独特元素 ,
有助于形成不可替代性) 。把创业者视为主体 ,另一个问题就是机会抉择 (opportunity selection) 。创业者在
机会判断时 ,不可回避的一个矛盾就是误判和漏判。信号检测理论 (SDT) 指出 ,当个体对某个刺激“有或无”
做出判断时 ,会出现四种情况 :正确识别、误判、漏判以及正确拒绝。客观因素 (刺激物体的本身信号强弱程
度)和主观因素都会影响信号检测的效果。比如知觉者当时的心理状态 ,疲劳、兴趣和动机强弱等等。特别
是以往经历带来的影响 ,假设创业者曾放弃过几个事后证明是成功的创业项目 ,那么他很有可能会选择降低
“判别门槛”,牢牢抓住这次机会 ,宁可误判也不漏判。倘若决策的积极后果和消极后果不对等 ,也会左右判
断标准。比如在危急情况下 ,创业者需要短时间内判断是否采纳某个投资机会 ,他们则会调高判断标准 ,即
尽量不误判 ,防止出现措手不及。

规则聚焦理论 (Regulatory Focus Theory)是另一个研究机会抉择的视角。它指出个体常采取两种相对行
为 ,作为完成既定任务的导向性思路 [3 ] : ①促进导向 ,目标实现基于不断尝试后获得积极结果。决策者善于

·1·

《技术经济》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第 3 期 (总第 207 期) 　　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2005 年



上市发电企业经营业绩与高管薪酬关系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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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要 ] 高管薪酬设计的合理与否 ,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经营成败 ,关系到企业的竞争力。文章以在我国证券
市场上市的发电企业为样本 ,研究其高管薪酬与经营业绩之间的相关关系。为了全面的考量这种关系 ,文章
分别以净资产收益率和总资产收益率为经营业绩衡量指标 ,最后得出一致的结论 ,即样本企业经营业绩与高
管薪酬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 ,这说明我国上市发电企业薪酬设计存在制度性的缺陷。
[关键词 ] 上市发电企业 ,经营业绩 ,薪酬 ,实证研究

一、研究对象

提出足够多的假设并探索各种可能性。②预防导向 ,是指目标实现是基于安全性考虑以避免消极结果。决
策者倾向于提出尽可能少的假设以防止出现无谓失误。前者意指创业者更为偏重广泛搜索机会 ,以开拓足
够多的潜在利润点。相对而言 ,采取预防导向的个体 ,更为关注提高正确拒绝率和降低误判 ,旨在建立更高
的标准来筛选机会。从这一角度看企业家成长不同时期 ,决策的导向会发生相应的变化。创业初期 ,由于自
身实力的薄弱 ,倾向于采取促进导向。而在形成一定规模和能力之后 ,则逐渐开始保守。

3 　创业成果阶段 :为什么创业取得成功
影响创业成败的因素总是不一而足的。比如宏观经济、资本市场 ;竞争者行为和策略 ;国家政策以及技

术变革。笔者尝试从认知角度来分析创业成败。反事实思维 (counterfactual thinking) 是一个有趣的心理现
象。意指个体对过去事件加以心理否定并构建出新假设的活动。其典型表现为 :“如果不那样 ,就好
了 ⋯⋯”。这种思维有利有弊。弊在于 ,由于过度后悔而产生消极情绪 ,甚至影响当前任务绩效 ;利在于 ,汲取
经验教训有助于构建新策略 ,在未来行动中获益。创业学家 Baron 曾对创业者和普通人群做过一项比较研
究[4 ] 。结果显示创业者的反事实思维明显少于教师和公务员。他们更加未来导向 ,只对今后可能发生事情
予以关注 ,而不会浪费时间总结过去。笔者认为 ,这仍然有一个度的问题 ,成功的创业者 ———企业家在反事
实思维方面 ,并不一味地未来导向。这里又涉及一个重要的概念 ———企业家学习 ,善于从过往失败中汲取经
验和教训 ,当然还包括他人的失败案例。这是成功创业者相对普通创业者的特别之处 ,理性加明智。

认知科学研究发现人类最为常见的两种加工方式 :系统加工 (systematic processing)和启发式加工 (heuris2
tics processing) 。前者基于信息搜集和预先分析 ,后者基于便捷和主观思维。Amit 发现创业者作为一个特殊
群体 ,更为偏好后者 ,即行动导向 ,倾向于让事实发生后再做应对。但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,往往会导致创
业者应接不暇 ,手足无措。笔者在对中小企业的调研中 ,证实了该现象。创业者无论是在战略规划和经营知
识方面都较为欠缺 ,更多的是以一种直觉判断来实现市场交易。这种状态直到经历了几年甚至十余年的锤
炼才逐渐有所变化。成熟的创业者既有启发式思维又有系统式加工。正如 Baron 提到的 :“在需要的时候 ,
选择恰当模式才是成功者的关键特征 ,普通创业者仍然惯性地沿用启发式思考。”由于一些认知偏差可能导
致创业者迅速的开办一家企业。但要想真正获取成功 ,必须克服诸如过于自信和认同偏差。笔者认为 ,这是
创业者是否成为企业家 ,是否获取持续成长的一个显著区别。

4 　结语 :企业家的认知变迁
企业家作为一名成功的创业者 ,往往是经历众多历练和学习之后铸就的。他们敢于否定当前现状 ,追求

更高目标的“不安分”心理是值得肯定的。正是这股“原动力”开启了创业大门。自信和无畏让他们在弱小
时 ,对风险一而再的淡化 ,这期间承受了被大规模淘汰的危机 ,真正驱使他们坚持到底恰恰是那份对未来的
憧憬。创业的辛酸使他们赚足了经验和智慧 ,从而在面对机会时 ,逐渐形成一种慧眼式的评价标准。在识别
和抉择机会时 ,他们从开始的执著 (促进导向) ,逐渐变得谨慎 (预防导向) ,最终形成兼顾的混合决策模式 ,直
到将漏判和误判降为较低值。企业家是一个典型的善于在创业中学习的群体 ,他们保留了一贯以来未来导
向、启发式的思维风格 ,但也逐渐开始学会总结失败教训并乐于去思考和反省 ,久而久之积累了很多系统化
的加工思维方式 ,并演化成对于企业发展的战略思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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